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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诗潮》分为“风情颂”、“情感雅”
和“经济风”三个篇章。“风情颂”描述了作
家不同成长时期的思想轨迹，沉浸着对祖
国、家乡、父母、亲人和朋友真挚大爱；“情
感雅”凝聚着对历史和当下以及未来的情
感和思考，蕴藏着解读人生的深刻哲理和
智慧。难能可贵的是，“经济风”里不少作
品讴歌了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揭示
了企业家和商人生涯历程的苦辣酸甜。付
朝府对诗歌为经济发展服务所做的有益的
探索尝试，让人耳目一新。同时，诗集里配
合内容所做的插图，特色各异，温馨亲切，
拓展和丰富了作品的形象空间，让强烈的
艺术美感跃然纸上。

清晨笔耕，竟隔厅传来清脆悦耳的
蛐蛐的叫声，一声接着一声，撩拨着我的
心房。我好生纳罕，好生惊喜。“漫卷诗
书喜欲狂”，便起身蹑手蹑脚地循声而
去，声源竟在餐厅阳台一隅。闻到我的
动静，它敏感地稍作停顿，但很快又丝毫
不怯生地淋漓酣畅地鸣叫起来。未成曲
调先有情，心有灵犀一点通，顿时只觉得
爽耳爽心爽神。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噢，昨天我
们一行四口回老家了，亲人带着骄傲自
豪的心情，给我们慷慨地带了好些蔬
菜。当院就是菜园，就地取“菜”，方便不
说，且保准绝对新鲜、纯天然、无公害。
藉窗外阑珊灯火，分明看到了那一堆菜
就堆在墙角，标志性品牌是像小孩子一
样大的冬瓜挺拔地倚立着。 我断定，这
蟋蟀是随着蔬菜而迁徙津门居室的。

我照例回到书房，敲击着我心中的
文字。妻起床，我赶忙将这喜事告诉
她：轻一点，餐厅阳台有一只蟋蟀，你
听，吱——吱——，鸣噪得正酣。待妻
如我一样蹑手蹑脚地驻足聆听，又如我
一样神秘兮兮地扣问从所之来。我告
诉她老家带来的。她有些许惊疑地问
道：怎见得？我说，只可意会，待你慢慢
体验几天便知。

它使我想得好多好多。小时候,我
和农家的伙伴们忒喜欢逮蛐蛐斗蛐蛐。
家里的所有坛坛罐罐都用于养蛐蛐了。
工作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县城，由于忙碌
和紧张，也没有闲情逸致亲近它。此情
此景，竟如同醇醇酽酽的酒，令我陶醉，
令我沉思。

久违了，我的童心、童趣；久违了，我
的乡音、乡韵。这鸣叫声，竟如一片片绿
叶，一簇簇浪花，一串串音符，在我的心
房摇曳、冲撞、共鸣。静聆其鸣，眼前好
像出现了一幅郁郁葱葱、恬恬淡淡的田
园风情画，好像传来袅袅婷婷、温温婉婉
的咏叹调，是骑在牛背上牧童吹奏的短
笛，是以黄土高坡做舞台，绿草做地毯，
农家歌手演唱的民歌、民谣，纯粹正宗的
民族唱法，声声大自然的寥廓真情，句句

“垄上行”的绰约风姿。何必要看蟋蟀其
形呢,我对它是再了解不过的。它振翼
的亢奋，引吭的矜持，历历在目,栩栩如
生。

这是从爬满了金藤、豆角的栅篱下
传来的，从石块砖头里传来的，从弯弯曲
曲、粼粼闪闪的小河旁传来的，从无边无
垠的青纱帐传来的。不然，怎么会这么
清新、质朴、自然、粗犷、率真、脆爽、亮
堂、明丽、绝妙呢？

它的声音确实给我以深隽的启迪。
直露而不浅薄，含蓄而不晦涩，悠长而不
烦冗，通俗而不庸俗，灵秀而不作秀，天
真而不困惑，稚气而不暮气，希望而不绝
望。凡俗而不失蕴藉，沉静而不失潇
洒。这些年了，我乡音未改鬓毛衰，却一
如这蟋蟀，不易其衷，不渝其韵，不贰其
情，始终遵循自己的调子唱自己的歌。
可爱的家乡的蟋蟀，我要向你学习，豁达
开朗，气和志达，热心宁静，淡泊意远，滤
汰尘嚣污浊，永葆这恒久经典的魅力、伟
力。如笛如弦的蛐蛐的嘤鸣哟，以其充
沛的底蕴，美妙的节奏，丰富了我的文化
生活和精神生活。

“快来看，蛐蛐就在这里！”我小心翼
翼地顺着妻的示意，果然它正在那里禅
寂娴穆地趴伏着呢，浑身一如家乡的泥
土那么黝黑、褐黄，那么持成、老到。不
经意间,不知是有意炫耀，还是真情呼
唤，它竟振翅喧叫起来。我对妻说，召唤
我们回归呢。妻说,是该常回老家看看。

老家的蛐蛐哟，教我反省，促我忏
悔，引我思念，励我前行。让我们做伴，
乘着广袤旷野的雄风，风尘仆仆地回归
生我养我的乡间去……

微笑的轰动
每天发生在卢浮宫

好像表情
没有找到准确的皱纹
真的是个谜吗
每小时至少有1500个人
将她围定

不回答白云
不应对确定
不满足蓝到极致的虚空
沉默的托斯卡纳
用流水给出响声
用桥梁给出通行
芬奇小镇

佛罗伦萨
美第奇家族
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以整幅天空
拽弯新月的朦胧
念念不忘的感恩
时时表达内心的冲动
再加一缕深暗
就在那里梦死醉生

挂在墙上的经典十分安静
微笑被框定
意思是快乐
也是有分寸
卢浮宫里满是热烈的涌动

地处鲁国国都曲阜的孔子墓，当它展
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那 2500多年沧桑岁月
堆起的硕大土丘，覆盖着青青墓草，静静
地安卧在参天古木的怀抱中。墓前两块石
碑，布满明显的断裂又修复的痕迹，前一
块，高而细，上刻 “大成至圣文宣王墓”
八个金色篆体大字。石台上、石供案上、砖砌花
棂围墙上、石鼎周围，放满了大大小小、高高低
低的花篮。盛开的鲜花，红红的绶带，金色的字
样反射着太阳温暖的光泽，一缕缕香烟袅袅升
起，这就是东方至圣、千年孔子最后的安息地。

就是这方坟墓，长眠着一位影响中国乃至世界
几千年的巨人。千年的时光无法湮没他的思想光
辉，即使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川流不息的人们依
然朝圣般来到这里，追寻圣人的足迹，接受心灵的
洗礼。整个墓地笼罩在宁静肃穆的氛围中，凝重的
气息震慑着人的心灵，所有的感觉都被一种力量挤
压着，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太阳光透过浓密的枝
叶射下一束束光柱，仿佛冥冥中指向这片土地。男
女老幼，都无言地肃立着、静静地感受着，又似乎
怕惊动了圣人似的轻言细语，目光中全是敬畏和圣
洁。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嬉闹，甚至没有人歪
坐斜靠。这方简简单单、满是青色的土丘，无声地
告诉我们什么是朴素，什么是永恒。这真是一处美
丽得怎么描述都不过分的坟墓。

站在孔子墓前，透过青青的千年墓草，我仿佛
看到了在世时即被誉为“圣人”的孔子，大展雄
才，治理鲁国期间民风纯正、民心归附。而意识到
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时，义无反顾地离开鲁国，在烽
火硝烟中、在诡计盛行的年代，四处奔走，宣扬

“仁义礼智信”学说，希望以“仁政”实现和平，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仿佛看到了历尽艰辛磨难、备
受冷落的孔子在家乡开坛讲学，首推有教无类，诲
人不倦，奠定了最初的教育基础。仿佛看到了报国
无门的至圣先师，在简陋的柴房中，用仅有的一把
刀和竹片，修《诗》、《书》，定《礼》、《乐》，序

《周易》，作《春秋》，“一字寓褒贬”， 为后世留下
了影响深远的经典。“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
夜”，那些智慧的光芒穿越了岁月的沧桑，照亮了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深入而持久地滋养着每
个炎黄子孙。也让我们的生命历程，因为了这种传
统文化的陪伴，而变得厚重和温暖。

静静地站在孔子墓前，我仿佛听到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问政的齐景公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昼寝的宰予曰：

“朽木不可雕也。”而那些亲切而有威严的学而时
习之、温故知新、众星捧月、三人行必有我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等
等，言犹在耳。《论语》的光辉，已成为一种文
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之中，构筑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世界。我们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读过

《论语》，但《论语》就在我们心中，《论语》的
思想已经成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准则。无论繁华都
市还是穷乡僻壤，依然在温习着圣人的语言，汲
取着圣人的智慧。而一代圣贤，却让生命的终点

归于如此的简洁，陪伴他的是宁静，是
青青墓草，一年年地生发茂盛，碧绿了
几千年。

一方土丘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信
仰。久久地伫立在孔子墓前，想把这圣地
圣人体验得更真实、更深刻。雕刻精美却

伤痕累累的墓碑，仿佛从悠远的历史深处走来，
挟裹着翻涌的风云；三座帝王祭孔时停留休息的

“驻跸亭”，方方正正，琉璃瓦顶、圆柱格窗，典
雅而端庄；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却同样庄重肃穆
的人们静静地来又静静地去；小小的学生在父母
的陪伴下，为圣贤献上鲜花，虔诚跪拜；以五百
年为单位划分等级的古木、延续了千年的香火，
让人有一种穿越时光的错觉，恍惚如回到春秋战
国，圣贤就在前方，圣贤正在凝望着我们。

平一平心跳，调整自己的呼吸，缓缓地走到
正前方。我们深深地俯首，恭恭敬敬地向孔子墓
三鞠躬，不禁热泪盈眶，心头有着莫名的震撼。
滋润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而今，我
就站在这根源的安息地，双脚实实在在地踏在圣
人生活过的土地上。想着孔圣人在历史中的荣辱
沉浮，想着孔圣人在我们心灵成长中的深刻烙
印，令人感慨万千：无论是被捧上九天，还是被
打倒在地，风雨过后，圣人都依然定定地站在那
里，灯塔般照亮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更让人明
白：无论如何的风云变幻、尘土飞扬，都要坚持
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在现实的尘雾中迷失。日
后当我遇到困难、准备退缩的时候，这里静静安
卧的孔圣人，会成为内心坚强的力量，我会更加
坚定步伐，努力向前走。

许慎在《说文》中注云“壶，假借瓠（瓠
瓜，也叫葫芦）。”《辞海》注曰“悬瓠，古城
名，一作悬壶。（因汝水屈曲如重瓠故得
名）”由此可知，“壶”曾假借作“葫芦”，所以
古人称悬挂葫芦为“悬壶”。过去，草药店
堂常悬挂葫芦为标记，有些诊所前也会高
悬葫芦，就连串雅（走方郎中）行医时，也喜
腰悬葫芦，这些统称为“悬壶”。

中医行医“悬壶”之俗，据《汉书·费长
房传》载，费长房偶然见市井中一老翁悬壶
卖药，集市散后老翁就跳入壶中，费长房感
到很奇怪，就拜见壶翁并跟随其学医。数
年后，长房学成，辞别壶翁并效仿壶翁悬壶
行医济世。此后，人们就称行医或卖药为

“悬壶”。
细心的人或许能发现，在回民饭馆或

饮食摊点，除醒目的清真牌外，也能看到悬
挂着的壶形图案。据说，回民使用这种壶
形标志至少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如今民
间还流传有“回回家中三件宝，汤瓶、盖碗、
小白帽。”这样的说法。原来，回民所悬之

“壶”即“汤瓶壶”（偏把壶），为回民生活中
的必需品。伊斯兰教徒在做礼拜前倘若遇
上小秽（如呕吐、流血等）时，必须用汤瓶壶
盛水，依次洗手、洗两便、再洗手、漱口、呛
鼻、洗面及两肘，之后用湿手抹头再冲洗两
足。这种倾水不复式的清洗，不仅把好了

“病从口入”关，而且有效地预防了流行性
疾病的传播。

与回民所悬能够预防疾病的汤瓶壶相
比，过去行医人所悬之“壶”不过是所谓的
能“济世”实则为治病盛药的葫芦罢了。

笔随随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词：

“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
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
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24年前，习近平在福州市委书记任上，夜读
《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文思萦怀，心有所感，夜
不能寐，援笔填下了这首词。

光阴荏苒，20多年过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
感念至深，又一次情不自禁吟诵起这首词。

是什么样的精神，让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
“思君夜夜”？是什么样的情怀，让总书记念念不
忘，推崇备至？是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
奋斗精神、道德情操，深深感染了他；是共产党人
披肝沥胆、廉洁奉公、关心民瘼、造福百姓的博大
情怀、责任意识，再次激励着他。

焦裕禄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民族记忆，成为艰

苦奋斗、自强自立、坚韧不拔的精神符号，在人民
心中巍然屹立起一座永远的丰碑。他工作过并
为之献身的兰考县，把泪成雨的焦桐，生死萦念
的沙丘，树立的几面旗子，治三害的风口，解民困
的草屋，桩桩事功，处处履痕，都成为人们对他进
行缅怀和思念的钟情之地，成为他的精神寓意与
象征。

政治家的诗词作品，既有宏阔的思想，
不 凡 的 气 象 ， 又 有 斐 然 的 文 彩 ， 真 挚 的 情
感，寄意高远，格调清新。习近平总书记这
首《念奴娇》，虽为昔日旧句，今天读来一样感
人至深，盖因思想的精警和艺术的高迈。岁月
嬗递未消减其笔下锋芒和艺术魅力，反而增添
了璀璨的光华和凝重的分量。那绵绵的思念，
热切的呼唤，胸臆的抒发，诵读再三，我们备感
亲切。“父老生死系”等铿锵词句，表达了作者
对焦裕禄精神的深情赞颂，以及爱民为民、敢
于担当的思想品格。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只有一年多，但和群众
同呼吸共命运，为改变兰考面貌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托体同山阿”，魂归兰考大地。他是群众

的知心人、百姓的守护神。曲折的历史没有磨
灭人们对焦裕禄的思念，呼唤焦裕禄精神的激
越之情，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心中激荡不
已。这表现了人们对领导干部践行党的好传
统、好作风的殷切期望。“依然月明如昔”，作者
不仅个人在思考，也在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深
入想一想：焦裕禄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我们能
为后人留下些什么？

“肝胆长如洗”、“两袖清风来去”，既是对焦裕
禄精神的凝练概括，也和习近平总书记常说的“为
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
民之托”等，精神理念一脉相承。

大地有风沙，人民有困苦，正是志士挺身
时。焦裕禄生前未竟之业，正由后来人继续奋
斗。毛主席当年“愚公移山”的论著，道出了中华
民族的顽强意志，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传承。民
生忧乐，生死系之，与人民情同骨肉，甘苦与共，
是我们的立党之本、生命之源。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是奋斗的目标，
是美丽中国的愿景，是大美大爱、造福民众的诗意
表达，也是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担当。

绿我涓滴 千顷澄碧
宋子牛

人们经常说，“人活着全凭
一口气。”这里的气不是简单的指
呼吸之气、空气。经典物理学认
为，构成宇宙万事万物的是物质、
能量和信息三个要素。我认为中
医所说的气，广义的含义应当是
指携带有能量和信息的细微物
质，涵盖了物质、能量、信息三个
要素。但从现代量子物理学的角
度看，构成宇宙的就是能量，物质
只不过是能量的聚集，所以中医
所说的“气”，有人直接翻译为“能
量”。《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
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
法成”，“ 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
地合气，命之曰人”，把其中的

“气”翻译成“能量”，也符合量子
物理学的观点。

人体的气是在不停地运动
中的，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出
的出，该入的入，这叫气机调畅。
比如饮食物从口到胃，到肠，逐渐
下行，这叫胃气的降浊，胃气以降
为顺。饮食物中的营养和消化道
摄入的水液被吸收以后，向上输送
到心肺，再由心肺通过血液循环向
全身输送，这叫脾气的升清。脾
升胃降，这就叫气机正常。每一

个脏器的气的运动都有自己的特
征。一旦气的运动异常，如果停
在局部就叫气滞；如果郁在一处
就叫气郁；如果上升太过而下降
不足就叫气逆；如果下降太过而
上升不足就叫气陷；如果外散太
过而内收不足就叫气脱；如果内
收太过而外散不足就叫气闭；如
果整体气的量不足，也就是能量
不足，就叫气虚。进一步就会导
致水液、津液、血液、饮食等等的
代谢异常，因为气的运动和变化，
是促进上述这些有形之物代谢的
基本条件，于是就会百病丛生。

导致气的运动紊乱（气机紊
乱）的原因是什么呢？《黄帝内经·
素问·举痛论》列举了九种情况，
其中六种情况指的是负面情绪或
情绪过激。我们上一章提到的怒
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
则气消、恐则气下，此外还有惊则
气乱，都是导致气机紊乱的直接
因素。在日常生活中，生气、发
怒、怒气是人最容易产生的情绪，
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负向情绪，也
最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特别是
容易导致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

而现代的分子生物学和脑

神经学的研究，也完全证实了《黄
帝内经》的观点，国际知名的分子
生物学家、脑神经与药剂学家、美
国人坎德丝·帕特（Candace Pert）
博士所著的《情绪分子的奇幻世
界》认为，仅仅是思想本身便足以
改变我们的身体。她的著作强
调，情绪不仅仅来自于身体的环
境信息的反馈，通过自觉意识，心
灵可以利用大脑来引发“情绪分
子”，改写系统。意识的恰当运用
能为病痛躯体带来健康，而对情
绪不适当的、无意识的控制，很容
易使健康的躯体生病。我们的情
绪不只与脑有关，而是体内每一
个细胞都有着情绪的接纳器。身
体健康状况与情绪状态之间，显
然是密切关联的。这就是《黄帝
内经》一直强调的形神相关。
脾胃是后天之本，胃气壮则身体好

以脾胃为代表的消化系统，
是人出生以后摄取能量、保证健
康的最为重要的系统，中医称之
为“后天之本”。历代医学家都十
分重视脾胃在健康养生中极其重
要的地位。《华氏中脏经》认为，

“胃者，人之根本也，胃气壮，则五
脏六腑皆壮”。意思是说，消化系

统是人体健康的根本，消化系统
的功能强健，人体五脏六腑的功
能就都强健。清代医学家张璐的

《张氏医通》中讲：“人赖水谷以
生，水谷敷布，则五脏安和；水谷
阻逆，则百病丛生；水谷废绝，则
性命倾危。”意思是人出生以后，
是依靠饮食物提供能量来生存
的，消化系统的功能正常，饮食物

中的营养能够很好地向全身输
布，五脏六腑就健康安定；如果饮
食物在消化的过程中出现阻滞，
甚至上逆，就会百病丛生；如果饮
食不下，完全不能进饮食，那人的
生命也就危在旦夕了。而负向情
绪对消化系统功能和气的运动的
不良影响，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十多年前我和几个初中的
同班同学聚会，其中有的同学已经
快半个世纪没有见面了，同学们之
间聊起小时候的趣事相谈甚欢，大
家吃饭也很愉快，食欲旺盛。席间
一个同学接了一个电话，随后脸色
大变，新上的菜基本不再动筷子
了。饭后我偷偷问他，你接了一个
什么电话，突然就吃不下饭了？他
说是单位人事部门打来的，真倒
霉，眼看就要退休了，教授级高工
的评审又没有通过。知识分子一
般会把职称看得很重，在退休前最
后一次机会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
望，应当是一件相当郁闷的事情，
由于这样的负性情绪的影响，他的
食欲马上就消失了。

“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
情，都不能生气吗？”空姐问我。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在《伦理学》中说：“任何人都会
生气——这很简单，但选择正确
的对象，把握正确的程度，在正确
的时间，出于正确的目的，通过正
确的方式生气——这却不简单。”

空 姐 说 ：“ 这 哪 里 是 在 生
气？简直是在运用理性、运用智
慧，去策略性地处理某些棘手的
问题，是不伤害自己而又能吓唬
别人的手段呀。”

我说：“是，这样理性的生
气，当然就不会引发灾难性的后
果。”而我这里所说的引发灾难性
后果的生气，是不能控制情绪的
生气，是情绪过激的生气。引发
的灾祸，主要是对自己健康的严
重伤害，尤其是对后天之本消化
系统脾胃功能的损害，且对处理
事情毫无补益。

没有哪一种灾难比心理
危机带给人更多的痛苦

情绪既然是人类行为的驱
动力，是人类繁衍到今天的必然
结果，那么，它对人的健康与一
生，影响是好还是不好？应当说，
只要有情绪变化，就会伴随着身
体的变化、生理的变化。任何一
种情绪波动，都会使内脏、肌肉、

血管、内分泌的大量参数发生变
化，免疫系统迅速被调节。

比如害羞激动脸色发红，恐
惧害怕脸色苍白，暴怒狂怒脸色
铁青，紧张焦虑冷汗自出，突遇惊
恐毛骨悚然……情绪变化导致血
管肌肉的改变，人人可见，从而使
人体生理的平衡状态或者动态平
衡状态发生了偏离，这就需要人
体付出更多的能量，耗费更多的
调节机能来使它恢复平衡。

当然也有利于健康、使人感
到舒服的情绪变化，人们常说“笑
一笑，十年少”，这种愉悦的情绪
就有利于健康。人们通常根据对
人的影响不同，将人类的情绪区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那些能引起身体各个
部位产生过度性刺激的情绪，如羞
愧、内疚、自责、沮丧、懊悔、冷漠、
悲伤、恐惧、愤怒、焦虑、怨恨、抱
怨、嫉妒等等，通过神经系统，对器
官、肌肉、血管、内分泌，以致细胞
产生过度的刺激，使人产生很不舒
服的、很不愉快的感觉，有人把它
叫作“讨厌的情绪”，我把
它称为“负向情绪”或者

“负性情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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